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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种业发展现状研究综述及展望
张丽霞

（河北省石家庄市种子管理站，石家庄 050051）

摘要：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从种业安全保障、种业科技创新、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种业科技体制改革、种

子企业竞争力、互联网视角下的种业发展等角度对我国种业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梳理，以期为我国种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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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

业，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种子工作和种业的发

展。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快发展现代种业，提

升自主创新能力，高标准建设国家南繁育种基地。

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要求，要加快促进种业创新发

展。这些都反映了种业之重要性被提到前所未有的

高度。

近些年，随着国家一系列政策规划的推动，在

整个行业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种业取得了不小的

进步，市场集中度明显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明显增

强，企业研发投入明显增多，企业的实力有较快的提

升。随着我国种业快速发展，特别是以隆平高科为

代表的一批骨干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步走向国

际市场，我国种业发展将步入发展的快车道。与此

同时，全球种业的发展日新月异，并呈现出显著的新

特征，世界种业正经历着以“生物技术 + 信息化”为

特征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全球种子市场、技术、人才

等要素进一步向跨国种企巨头集中，推动了优质资

源整合、优势业务重组，种业与农化、信息、生产服务

等领域融合发展，领先优势进一步放大。在竞争如

此激烈的今天，我国种业的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

势，我国种业想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还有很长的

一段路要走，中国种业任重而道远。

鉴于此，从种业安全保障、种业科技创新、种业

知识产权保护、种业科技体制改革、种子企业竞争

力、互联网视角下的种业发展等角度对我国种业发

展现状和趋势进行梳理，以期为我国种业的发展提

供参考。

1　种业安全保障
粮食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资源，种子是

柚”果品的超市而非未经许可繁殖“三红蜜柚”树苗

的侵权人和未经许可种植“三红蜜柚”的种植者作

为被告。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处于侵权行为链条中后

端的侵权行为人更容易被权利人发现。这原本并无

不可，毕竟 UPOV 公约 1991 年文本第 14 条规定，无

论行为人未经许可是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收获

材料抑或是在由收获材料制成的产品上，实施了品

种权人有权禁止的行为，都是侵权，因而作为被告受

到起诉也是理所应当。不过，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品

种权人在后两种情况下主张权利的前提条件是“没

有合理的机会”在前一种情形下行使权利。这充分

反映出 UPOV 公约力主让权利人尽可能早地行使其

权利以增强交易稳定性的立法意图。从这种意义上

讲，借鉴《专利解释（二）》第 25 条的规定，增设植物

品种权善意使用制度不失为一种不错的制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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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的关键，保障粮食供应安全、提高粮食生产

效率也是种子产业的基本功能定位之一 [1]。大量进

口和外资的进入引起了我国学者对大豆产业安全的

担忧，邸娜 [2] 通过构建产业安全评估体系，从量化

的角度证实了这种担忧，并找出成因及对策，以期为

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杨辉 [3] 研究发现我国种

子产业目前处于安全状态，但是外资在资金、技术等

关键资源上都有着巨大的优势，使我国种子产业面

临着来自外资的巨大威胁。张宁宁 [4]、崔卫杰 [5] 认

为外资对我国种子产业的威胁主要来自种子市场份

额的不断扩大和对大田作物的影响不断加深两个方

面，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对粮食安全的控

制能力。邵长勇等 [6]、张永强等 [7] 从粮食安全的角

度挖掘我国种子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种业

市场化后，跨国公司大量涌入，保持国家对种业的控

制力和影响力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尽管我国非常重视种子产业安全法律制度的完善，

近年来法律法规的出台和修订中也确实完善了其中

一些重要的制度，但是仍然存在很多不足，需要不断

地完善。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刘振伟 [8] 提出构

建完善的现代种子产业法律制度是保证种子产业安

全的重要途径。

2　种业自主创新
吴爱华等 [9] 以我国部分种业企业为例，从资料

和网络上收集相关数据，分析种业企业商业化育种

科技创新资金投入问题和管理问题，并由此提出了

一些解决对策，希望能为商业化育种发展提供参考。

万丙良等 [10] 在改革种业成果权益分配关系，探索农

业科技成果转化新模式，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机制

创新方面做了一些有益尝试，取得了较好效果。张

馨 [11] 通过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具有独特性

的种业创新成果价值评估模型，最大限度地考虑了

成果转让方和受让方的利益，希望能为未来种业创

新成果价值评估方面提供启发。张丽英等 [12] 提出

以自主创新选育推广的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优新蔬菜品种为载体，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育繁推一体化的种业科技创新体系，从而带动蔬

菜民族企业发展的科技创新经验探索之路。李书峰

等 [13] 以中国种业企业为研究主题，依据制度创新和

技术创新互动原理，对中国种业发展历程进行阶段

划分并梳理阶段发展动因，从而发现了自主创新、制

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螺旋式促进发展关系，为中国

种业发展提供合理有效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3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自 199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

条例》实施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在建

设新品种审查测试技术支撑体系方面取得一定进

展，而且 2016 年新《种子法》加大了对植物新品种

的保护。陆福兴 [14] 提出构建生物育种知识产权保

护国家种业安全的体系，要从政策、法律和管理等三

方面着手。陈红等 [15] 讨论了植物新品种保护目前

存在的问题，以及与发展现代种业之间的内在联系，

提出应尽快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加强植物新

品种审查和测试的技术支撑体系、加强植物新品种

保护宣传培训与引导，以及深化植物新品种保护的

国际合作交流机制等政策措施。王宇等 [16] 通过问

卷调查和数据整理，揭示了知识产权保护在品种市

场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基于对创新主体研发投入、

品种权申请、市场推广等意愿的影响，提出完善作物

转基因育种创新政策体系的相关建议。任静等 [17]

利用专利和品种权数据，对跨国种业公司并购形成

的知识产权积聚重组进行了深入分析，考察了国际

种业新格局的变化特点，以期为我国种业兼并重组

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建议。陆福兴 [18] 对当前我国农

村居民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进行了调研和实证

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农民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

强，提出加大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力度，教育和

引导民众广泛参与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是当务之急。

4　种业科技体制改革
2013 年 12 月 20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国办发

【2013】109 号，以下简称《意见》），值得关注的是《意

见》提出科技资源要向企业流动，并且推出一系列针

对性和操作性都很强的政策措施，促进人才资源、技

术依法有序向企业流动。张健等 [19] 结合国家新近出

台的一系列种业新政，分析了我国农作物品种选育

科企合作现有模式和存在的问题，就新形势下如何

加强科企合作提出了几点思考。刘德畅等 [20] 分析

了当前我国科企合作的主要模式及种业科企合作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重点从合作机制的角度，提出了完

善资源共享机制、完善深度合作机制、完善利益分配

机制、完善风险防控机制等有利于提升科企研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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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种业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能力的对策建议。余茜 
等 [21] 基于协同学理论，构建种业科企合作实现机制

的理论研究框架，分析目前种业科企合作的现状以

及合作机制要素对科教单位参与合作的影响程度。

并提出完善种业科企合作机制关键在于加强合作的

深度，实现合作体内部制度的明晰以及外部环境的

引导与支持。陈俊红等 [22] 总结了 6 种科企合作典型

模式，针对科企合作面临的问题提出优化路径，完善

种业改革政策、加快科研事业单位改革、发挥市场配

置资源作用和推动科企深度融合的对策建议。

5　种业企业竞争力
刘甜 [23] 分析了当前我国种子企业竞争力现状

及问题，提出种子企业是带动农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源泉，振兴民族种业，既需要政策的有效落实，又需

要相关法律规程的日趋完善，更需要企业自身育繁

推实力的加强。童海军 [24] 利用波特的钻石模式，对

浙江种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明确

优势，发现劣势，从而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侯军

岐 [25] 通过对我国种业企业核心竞争力来源和结构

进行分析，并结合国际种业领袖企业案例的分析，

发现我国种业企业普遍大而不强，进而研究提出选

择“精品种子”进行研发与生产、打造过硬的种子育

种研发平台、建立种子价值营销体系、推行精细化服

务、加强种子认证制度建设与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

列的重要对策。陈永红等 [26] 立足我国种业企业实

际，通过数据比较与详细分析，发现我国现阶段种业

基本处于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的转型阶段，总体上

表现为“多、小、散”的发展格局。郭东伟等 [27] 认为

种业的竞争核心是创新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种

业人才的竞争，他们通过分析现阶段我国种业人才

培养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了进行种业人才培养

改革的探索性意见。

6　互联网视角下的种业发展研究
“互联网 +”营销战略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

态，对促进种业营销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和技

术支撑。我国种子产业的电子商务还处于起步和探

索阶段，种子网络购销的信用与监管、技术和服务等

问题未得到考虑和有效解决，国内种子产业电子商

务的发展相对滞后和缓慢 [28]。“互联网 +”在变革

营销模式、降本增效、信息共享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

势。刘琪龙 [29] 提出了 3 点“互联网 + 种业”提升现

代种业的实施策略，分别是完善建设电子商务营销

终端、完善构建独立的网络信息平台、完善售后服务

管理模式。赵汝坤等 [30] 认为种业传统营销与互联

网营销各有其优缺点，二者无需对立，应优势互补，

长期共存。

7　研究中的不足与未来发展展望
7.1　研究中的不足　尽管我国种业研究起步较晚，

但发展迅速，研究主要集中在种子产业发展现状及

面临的问题，或从某一个角度、某一个层面进行分析

研究种业存在的问题，或利用某种方法进行产业评

估，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亦或借鉴国外经验提出发

展建议。但是仍然存在很多不足：（1）研究多基于

表面，通常只从某个环节或某个角度进行分析，针对

种子产业的专项研究，缺少系统的、全面的、深入的

研究。应该把种子产业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加

以分析，进行系统研究，可以从政策、制度、法律、经

济等多角度加以分析。（2）定性研究较多，一般是

借鉴国外的现有经验进行分析研究。应从我国国情、

种子产业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研究，建立系统的、完善

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研究指标体系。（3）应用

研究较多，缺少比较研究。通常是基于某个评估方

法如 AHP 法、因子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波特菱

形理论、Topsis 法等的应用研究，缺少对各种方法

的比较研究，在不同环境、不同情境评估过程中，各

个方法是存在差异和优劣的。（4）研究视角缺少创

新，跨学科、交叉性、多视角的研究较少。例如种业

知识产权主要侧重于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和

管理制度的完善，缺少对企业发展战略方面的研究；

竞争力研究多忽略市场经济效应等。

7.2　未来发展展望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

展，对种业发展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1）随着知识

经济的兴起，种子产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

变化，特别是以网络、电脑、数码、光纤、多媒体为标

志的信息技术的空前发展，种质信息应用技术必将

成为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2）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是我国种子产业发展的思路和目标之一，生物技术、

遗传工程、新方法、新材料等高新技术进入种子行业

将是大势所趋。因此，在我国种子产业未来发展的

道路上，科技创新必将成为研究的重点。

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围绕发

展现代种业、建设种业强国的目标。随着我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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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逐步发展、完善，种子行业走向市场、参与国

际竞争已是大势所趋。对于种业发展的研究也会更

加丰富和深入，这些研究将更加有利于我国种子产

业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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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审优质强筋小麦中麦 578 平均单产达到 841.5kg
6 月 1 日，中国农科院作科所何中虎研究员带领的小麦品质研究与新品种选育创新团队选育的优质强筋小麦新品种“中

麦 578”在位于焦作市修武县的高产示范田进行了现场实打验收，平均 667m2 产量达到 841.5kg，创下黄淮麦区高产纪录。

在实打验收现场，来自国家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南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河南省农技推广中心、山东农业

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组成的验收专家组，在“中麦 578”30 亩高产创建示范方内进行测产。现场用联合收割机随机收获 1 个

样点，实收面积 1.135 亩，共计收获籽粒鲜重 1002.5kg ；用谷物水分测定仪测定籽粒样品 6 个，籽粒平均含水率为 16.7%。除

去杂质后，按国家粮食入库安全含水量 13% 计算，折合平均单产 841.5kg。本次活动得到中国农业科学院重大科研任务“小麦

藏粮于技”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主要粮食作物分子设计育种研究与新品种培育”资助。


